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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化全国统
一

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的

实践与思考
基于解戒人员 回访调查的 实证分析

陈 欣 （ 云南省戒毒管理局局长 ）

年 １ ０月 ， 云南省率先在全国完成
＾了强制 隔离戒毒执行职能由公安

机关整体移交司法行政戒毒部 门 的改革任务 ， 截

至 目前 累计收治 ２４ ． ６万余名戒毒人员 。 云南省先

行先试 ， 积极探索和实践云南戒毒模式 ， 为全 国

统
一

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提供了云南经

验 。 ２０ １ ８年以来 ， 按照司法部部署 ，
云南省全面

推广实施了统一戒毒模式 ， 在
“

塑形
”

基础上全

力推进
“

铸魂
”

工作 ， 取得了明显成效 ， 努力探

索
一

条符合中 国 国情 、 具有云南特色的戒毒工作

新路子。

按照每 ２年开展一次社会 回访调查的工作要

求 ， 为进
一

步验证戒毒工作成效 ，
云南省戒毒管

理局于 ２０２０年组织对解戒人员 的社会 回访调查 。

现以此次调查为基础 ， 结合 ２０ １８年度回访调查相

关数据分析 ， 简要谈谈对进一步深化戒毒模式的

实践和思考 。

＿

、 调查情况

（

一

） 总体情况

此次调查对象覆盖全省 １ ６个州 （ 市 ） 中的 １ ３

表 １ 回访调查情况统计表

确定回访对

象 （ 人 ）

接受调查 （人 ） 未接受调查 （ 人 ）

８ ８３３

解戒后

回归社会

复吸被

歡强戒
下落不明

重新违法
犯罪被拘

留或服刑

死亡

６２３５ １ １ ３７ ７２９ ５０５ ２２７

７３７２ １４６ １

个
，
共 ８ ８３３人 ，

除 ７２９人 下落不 明 、 ５０５人重新

违法犯罪被拘留或服刑 、 ２２７人死亡外 ， 采集有效

问卷 ７３ ７２份 （ 其中 ： 解戒后回归社会 ６２３５人 ， 占

比 ８４ ．６％
； 复吸被再次强制隔离戒毒 １ １ ３７人 ， 占比

１ ５ ．４％ ） 。 另外 ， 还通过问卷加访谈的形式 ， 征集了

戒毒人员家属 、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、 社会组织工作

人员及社会群众共 １０５０人对戒毒工作的评价意见 。

年龄结构 （ ７ ３７２人 ）

５０￣５９ 岁 ６０岁以上
，

１８￣２９ 岁
１２．６９％

１ ．３７％
１３ ． １７％

４〇￣４９
岁
＇ ＿ ＿＿３０￣３ ９岁

３４ ．０５％ ３８ ．７２％

９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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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访对象年龄结构 ：

３０到 ５０岁青壮年占 ７２ ． ８％
，

但呈老龄化趋势 。

文化程度 （ 乃万 人 ）

表４ 复 Ｕｓ原 因调查

复吸主要

原因

抵不住毒

品诱惑

受到吸毒 生活空

虚无聊

家庭或

工作不

顺利

受到社

会歧视
其他

选择率

（ ％ ）

３１ ．５０ ２３．９３ １０ ．９５ ７ ．８０ ７．５３ １ ８．２９

表 ５ 操守保持原因调查

操守保持
原因

靠毅力坚持 远离毒友
离开有毒
环境

家人的严

管和帮助
其他

选择率

（ ％ ）

２６ ．５０ ２１ ．３０ １６ ．２５ １２ ．５０ ２３．４５

教育程度 ： 初中以下 占比 ９２ ．４％
， 大专及以上

学历仅为 ０ ． ８％ 。

就业情况 （ ６２３ ５人 ）

经商 其他
１

． ７ １％

在家闲居
１ ９

．

７ １％

临时工
３０ ． １ ７％

就业情况 ： 务农占 ３６ ．２８％
， 临时工 占 ３０ ． １ ７％

，

企 业 员 工 占 ３ ．
４２％

， 无 业 占 １９ ．
７ １％

，
经 商 占

８ ．７ １％ 、 其他 占 １ ． ７ １％ 。 务农和 临时工 占 ６６ ．４５％
，

以务农务工 、 低收人群体为主 。

表２ 戒断情况

回访人数

（ 人 ）

３ 年以上
戒断人数

（人 ）

３ 年戒断

率

３ 年内复吸人数

（ 人 ）

３ 年复吸

率

７３７２

解戒人员

３３ ．５ １％

解戒人员
复吸再次

被强戒
６６．４９％

２４７０

３７６５ １ １ ３７

４９０２

表 ３ 复吸率变化趋势

时间
６个月 累 １ 年累计 ２年累计 ３ 年累计

复吸

和复吸率 ＼
计复吸 复吸 复吸 复吸

人数 （ 人 ） １ ７７５ ３０８２ ４２８３ ４９０２

复吸率 （ ％ ） ２４．０７ ４ １
． ８０ ５８ ．０９ ６６ ．４９

调查显示 ，
３年戒断率为 ３ ３ ． ５ １％

，
解戒出所

半年 内复吸率得到有效控制 ， 复吸行为多发于出

所后的 ７至 ２４个月 。 复吸原因排在前三的是 ： （
１

）

抵制不住毒 品诱惑 ； （ ２ ） 受到吸毒者诱惑 ； （ ３ ）

生活空虚无聊 。 操守保持原因排在前三的是 ： （ ２ ）

靠毅力坚持 ； （ ２ ） 远离毒友 ；
（ ３ ） 离开有毒环境 。

此外 ， 对操守保持最有帮助的外部因素是 ： （
１

）

找到工作 ；
（ ２ ） 不被社会歧视 ； （

３ ） 不被家人抛

弃
；

（ ４ ） 离开有毒环境 。 调查认为
，
毅力是操守

保持的 内 因 ， 其他积极 因 素主要包括社会接纳 、

家庭支持 、 生活保障 、 环境净化、 管控到位等 ５

个方面 。

表 ６ 强戒所对保持操守的支持作用

项 目
恢复身

体健康

与毒品

隔离

教会如
树１巨绝

＿品

教会心
理调节

教会与家

人相处
其他

选择率

（ ％ ）

２５．５３ ２３ ．８４ １ ９ ．６ ８ １ １ ．５ １ ６ ．３８ １ ３．０６

对保持 操守解 戒人 员 调查得知 ， 他们 认

为对 自 己保持操 守最有 帮助 的 戒毒 经历 是强

制 隔离戒毒 ， 达到 ７４
． ８％

， 认为其他方式 的 占

２５ ． ２％ 。 强制 隔离戒毒场所通过恢 复身体健康 、

隔离有毒环境、 培养拒毒能力 、 调节心理状况 、

修复家庭关系等措施 为戒毒人员保持操守提供

了有效支持 。

９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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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
） 统
一戒毒模式取得的效果

１ ．戒毒医疗保障生命健康

表 ７ 医疗满意度调查

＼

＾度 （ ％ ）

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
未接受过

治疗
治疗情

脱毒治疗 ８１ ．５２ １６ ．２ １ １ ．０ １ １ ．２６

疾病治疗 ７７ ．０２ １８ ．５５ １ ．２９ ３ ． １ ４

戒毒人员对所 内脱毒治疗的满意率为 ９７． ７％

（ 其 中非 常满 意为 ８ １ ． ５％ ） ， 疾病治疗满意率为

９５ ．６％（ 其中非常满意为 ７７
． ０％ ） 。

为进一步提升戒毒医疗水平 ， 云南省戒毒管

理局筑牢基础 、 科学施策 。

一

是与社会医疗机构

合作开展医联体建设 ， 共建联盟医院 ２２个 ， 设立

专管病区 ８个
， 开辟绿色通道 ７０余条 ，

以对 口 帮

扶形式引入医疗服务 ， 落实医保政策 ， 积极推动

全员参保 ， 目前所内参保率达 ６４ ．
４％（ 未参保的主

要为国籍不明或省份无法核实人员 ）
，
医疗救治能

力显著提升
；

二是探索形成戒治医护 、 营养调理、

康体指导和心理支持
“

四个处方
”

， 减轻急性脱毒

期痛苦
， 增强免疫力 ， 减少并发症 ， 有效控制了

因病死亡 ，
并对处于生理脱毒期人员 有针对性开

出营养处方 ， 提供营养膳食
；
三是成立专门收治

病残人员 的省七所 ， 在各所成立专管大队 ， 对病

残人员 和艾滋病人员集中医治 ；
四是与商家 、 银

行合作建立电子商务平台 ， 戒毒人员 可根据身体

需求在大队所设的终端机 自行购买食品和生活用

品 ， 为戒毒人员提供了便捷服务 ， 促进了身体康

复 ， 方便了家属汇款 ， 减少了警力投人 ， 防范了

廉政风险 。

通过科学医治 ， 尤其是采取
“

四个处方
”

和病

残人员专管等措施 ， 因病变更戒毒措施人数、 所外

就医人数、 所内 因病死亡人数大幅下降 ， 充分尊重

和保障了戒毒人员的生命健康权益 ， 体现了以人为

表 ８ 医疗救治情况

时间

项 目
２０ １５

年 ２０ １６
年 ２０ １７

年 ２ ０１ ８
年 ２０１ ９年

２０２０
年

（
１ － １０月 ）

因病变更

戒毒措施

（ 人 ）

１０８９ ３ ９ １５５ ８４８２ ４ ３３７ ２０２ １ ７３９

所外就医

（ 人 ）

３ １ ５ ２ １ ０ １６２ １ ２３ ２７ ６

本、 生命至上的戒治理念。

２．教育矫治重塑价值观

表９ 教育矫治满意度调查

项 目
戒治氛

围营造

戒毒常
识教育

卫生健

康教育

法律常
识教育

思想道

德教育

文化素
质教育

满意率

（ ％ ）

８５ ．２３ ８３ ．０８ ８ １ ．２９ ８１ ．２５ ８０ ．７ ３ ７６ ．７５

调查显示 ， 戒毒人员对场所戒治氛围营造的满

意率达 ８５ ．
２％

，
对戒毒常识、 卫生健康 、 法律常识

和思想教育的满意度均超过 ８０％ 。 这说明我们近年

来对场所戒治环境升级改造和戒治文化建设的投人

效果 日 益显现 ，
矫治教育组织实施得到戒毒人员认

同 。

着力加强教育矫正中心软硬件建设 ， 统
一

制作

了 ８ 门 、 ２３０课时的精品教学课程 ， 实施智慧教育

专网建设 ， 打造矫治云课堂 ， 实现全省资源共享 ，

提升教育效果 ； 紧扣患病率高的实际 ， 制发 《卫生

健康常识教育 》 光盘 ，
普及疾病防治知识 ， 在新冠

肺炎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 ， 发挥了有效的教育引导

作用 ， 实现了
“

三防一安全
”

工作 目标 ， 维护了场

所安全稳定 ； 引导戒毒人员入所写认错书 、 忏悔书 ，

出所写谅解书 、 保证书 ， 强化亲情修复 ； 开展回

归指导 ，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， 推行
“

戒毒＋扶

贫
”“

培训 ＋就业
”

模式 ， 教育矫治的帮扶救助效

果明显。

３ ． 心理矫治抑制
“

心瘾
”

回访显示 ，

“

最愿意参加的戒治活动
”

中 ， 心

９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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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 ０ 戒毒人员最 ｉ匿意参加的戒治活动ｉ周查

项 目
康复

运动

心理

辅导

文体
活油

就业

培训

课堂

学习

文化

学习

社会

帮教
其他

选择率
（ ％ ）

２９．７ １ ２ １ ． ３９ １５ ．７８ １ ２．３ １０ ． １ ５ ．６７ ４ ．５３ ０．５２

表 １ １ 心理辅导和咨询满意度调查

项 目 非常满意 鉢满意 不满意 未接受过

满意氧 ％ ） ７６ ．０４ １ ９．７３ ０ ．９２ ３ ．３ １

理辅导排第 ２位 ，

７ １ ．３％ 的受访者认为最需改善的

是心理拒毒能力 ，
３４ ． １％的受访者认为最有效的戒

断方法是心理咨询 ， 对心理辅导和咨询的满意度达

９５ ．８％〇

目前 ，
云南省有三级以上心理咨询师４６４人 ，

通过组织心理情景剧帮助未成年人解开心结 、 运用

鼓圈疗法帮助艾滋病人员恢复信心、 运用
“

１＋ １＋ １

叙事治疗
”

等方法促进重点人员转化 ；
建立优秀心

理咨询师工作室 ， 集中专业人才开展吸食新型毒品

和混合型毒品导致的轻度精神异常等心理矫治课题

研究 ， 积极进行心理治疗和干预 ， 研发了传统毒品

的 ＶＲ毒瘾评估矫治系统 ，
引进了 ＭＲ拒毒训练系

统 ， 在戒毒人员 中普遍开展心理适应调试和拒毒心

理训练 ， 戒毒人员的心理认知 、 戒毒意愿 、 回归适

应 、 拒毒能力等均得到强化提升 ，
心理矫治功能作

用得到充分发挥。

４ ．康复训练改善生理机能

表 １ ２｜复复训练满意度调查

项 目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其他

满意率 （ ％ ） ８ １ ．７７ １ ６ ．６３ ０．９４ ０ ．６ ７

调查显示 ， 戒毒人员最愿意参加的戒治活动是

康复运动 ， 戒毒人员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恢复身体

健康 ， 受访者对康复训练的满意度达 ９８ ．４％ 。

我们紧扣戒毒人员 需求 ， 以
“

安全运动 、 科

学运动 、 竞技运动 、 快乐运动
”

开展康复训练 ， 培

养社会体育指导员 、 健身教练 ４０５人 ， 开展
“

体医

融合
”

研究 ， 实施智慧运动项 目 ， 推广智慧运动测

试 。 同时
，
针对年龄、 性别 、 身体等因素实施差别

化运动 ， 科学设立室内外康复训练场地 ， 定制化配

备康复训练器材 ， 把 《全民健身计划 》 《健康中 国

规划纲要 》 与戒毒人员生理特征和云南少数民族特

点有机结合 ， 制定相应训练计划和测试标准 ， 开发

了 
２０余种运动训练项 目 。

５ ． 衔接帮扶巩固戒断效果

表 １ ３ 后续照管人员的戒断情况

２０ １５
、
２０１ ６年解戒

未纳人后续照管人员

２０ １５
、
２０ １ ６年解戒

纳入后续照管人员

当前照

管人员

总人数 ７ ３７２ ６２８ ３９４６

戒断人数 ２９７５ ４７０ ３２２ １

戒断率 ３３ ．４９％ ７４．８４％ ８１ ．６２％

对后续照管人员 的统计显示 ， 接受后续照管

的解戒人员 平均操守保持率为 ８ １ ．６２％
，６７ ．５％未

纳人后续照管的解戒人员希望得到后续照管帮助 ，

７ １ ．４％ 的受访者认为后续照管对保持操守有帮助 。

２０ １５ 、 ２０ １ ６年度纳入后续照管 ６２８人 ， 现已经

全部解除后续照管 ， 其 中复吸 １５ ８人
，
未复吸 ４７０

人 ， 戒断率为 ７４ ．８４％ ， 明显高于解戒后未接受后续

照管人员 。

２０ １４年以来
， 各强戒所主动担当作为 ，

与地

方党委政府和公安 、 司法、 民政 、 卫生等部门联合

建立了后续照管工作站 ， 在 自愿的基础上 ， 对解戒

人员实施出所后无缝衔接 、 活动动态掌握、 定期尿

检等帮扶管理。 目前 ， 全省累计建立后续照管站 ５ １

个 ， 累计照管 ８６８７人 ， 平均操守保持率为 ８ １
．６２％ 〇

综上所述 ， 深化统
一

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

本模式 ， 对提高戒治质量、 降低复吸率具有显著作

用 ：

一是受访者对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广泛认同 。 受

访的 １０５０名社会人士中 ，
８２ ．３％认为司法行政强制

隔离戒毒是最有效的措施 ； 受访解戒人员中 ，
７５％

认为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所对 自 己帮助最大 。 二

是戒断率得到了一定提升 。 与 ２０ １ ８年度调查的解戒

９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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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年以上人员戒断率 ３０ ． １％对 比 ，
２０２０年解戒 ３ 年

以上人员戒断率提高至 ３ ３ ．５％
，
证明了戒毒模式设

计理念、 流程是科学有效的 ， 通过
“

四 区五 中心
”

的科学戒治 ， 在毅力培养 、 社会接纳 、 家庭支持 、

生活保障 、 社会管控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， 从

而改善戒毒人员 的心理状况和亲情关系 ， 增强社

会适应能力 ，
促进戒断率提升 。 三是场所管理的

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 。 通过构建区域分设、 专业

戒治 、 医教并重 、 有效衔接的工作体系 ， 形成更

加完善的管理标准、 流程和制度 ， 有力提升了场

所管理 的规范化水平 ， 促进了场所安全稳定 。 四

是戒治 队伍建设明显加强 。 通过推进统
一

戒毒模

式 ，
狠抓

“

五个过硬
”“

四化
”

建设 ， 强戒所领导

班子建设、 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，
教育培训 、 引进

人才 、 专人专职等措施落到实处 ， 队伍宗 旨意识 、

服务意识、 能力 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得到有力提升 ，

基本形成了 以警察为主体 、 以专业技术人员 为补

充 、 以后勤人员为保障的复合型戒治队伍 。 大学

本科及以上学历警察占 比达 ７７％
， 法学 、 教育学 、

监所管理、 信息工程 、 医学 、 心理学专业警察 占

比达６２％ ， 获教师 、 心理咨询师 、 康复训练师等

资格证警察占比达 ３ ５％ 。

二
、 短板弱项

（

一

） 戒毒模式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方面仍 需进

一步创新

调查显示 ， 近年来云南省收治人员吸食毒品

种类构成情况发生了变化 ， 由 ２０ １３ 年以 吸食传统

毒品为主 ， 发展为 目前的传统毒品 、 新型毒品齐头

并进 ， 混合吸食比例持续增加 。 随着收治对象的变

化 ， 传统的戒治方法效果减弱 ， 新的戒治方法 、 途

径尚处于探索实践阶段 ， 循证的难度大 ， 新技术新

方法的有效性验证需假以 时 日 ， 统一戒毒模式如何

与时倶进 ， 科学有效应对戒毒工作中的新问题 、 新

风险 、 新挑战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。

０． ０ ０％

２０ １３
年

２０ １ ４年 ２０ １５
年

２ ０１ ６年２０ １ ７年 ２０ １ ８
年

２０ １９ 年２０２０年１

－

１ ０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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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毒 品混合吸食

戒毒人员吸食毒品种类构成情况图

（
二

） 戒毒模式与 实践结合方面 仍需进一 步完

善

统一戒毒模式的内 涵深刻 、 外延广泛 ，
涉及

戒毒场所各方面工作 ， 对硬件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

要求较髙 ， 整体推进、 全面推进难度较大。 调查显

示
， 戒毒人员在所期间满意度排名靠后三项工作是

职业技能培训 、 生活保障 、 回归指导帮扶
，
从征集

的意见和建议发现 ，

一

是职业技能培训方面主要反

映培训的类型较少 ， 培训层次较低 ， 与社会用工需

求脱节 ；

二是生活保障方面主要反映解戒人员身份

证预警导致的出行 、 就学 、 就业、 贷款等方面的歧

视和不便 ；
三是回归指导帮扶方面主要反映社会适

应指导和就业指导力度不足 。 这些问题
一定程度反

映出模式推进中加强技能培训 、 提升就业能力办法

不多 ， 与戒毒人员的期望有较大差距 ， 说明教育矫

正中心、 心理矫治 中心 、 戒毒医疗中心的建设仍需

加强 。

（ 三 ） 戒毒模式与社会衔接保障方面仍 需进一

步健全

统
一

戒毒模式以衔接帮扶为延伸 ， 但实现解戒

人员后续照管的有效衔接 ， 需要司法行政部门 与地

方政府 、 公安 、 社区等部门 的通力协作 。 作为云南

省戒毒场所衔接帮扶的主要措施 ，
云南后续照管工

作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 ， 但纳人后续照管的解戒人

员数仍然偏低 。 调查显示 ，
近年来解戒人员照管率

仅为 ５ ． ８％
， 纳人后续照管的人员比例远低于社区康

复 。 主要原因是后续照管工作在政策 、 制度层面缺

乏有力保障 ， 投人上保障不足 ， 机制上与社区戒毒

９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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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康复难以整合 ， 在向社会延伸的衔接帮扶工作

中
，
齐抓共管 、 联防联控的工作格局尚未形成 。

三 、 工作建议

（

一

） 加强分类矫治

针对年龄、 性别 、 文化 、 身体状况和不同吸毒

类型、 不同吸毒经历等所展现的群体差异性 ，
在引

入戒毒新技术新方法上 ， 既要关注新型毒品戒治技

术的持续研究 ， 又要兼顾传统毒品戒治效果的巩固

提升 ， 不断丰富戒治方法与手段 。 在统
一

戒毒模式

框架下 ， 加大对少数民族、 农村 、 贫困人员吸毒问

题的治理研究 ， 加大对吸食新型毒品和混合型毒品

人群的戒治研究 ， 加大对病残戒毒人员 的医戒融合

探索
， 形成特色戒治技术和帮扶办法 ，

分类、 分层

次开展有针对性的戒毒矫治 。

（
二

） 优化保障机制

建议从制度机制上加大统
一

戒毒模式人、 财 、

物的保障力度 ，
为充分发挥戒毒模式

“

四区五中

心
”

功能作用提供坚实保障 ：

一

是加强与 医院 、 学

校 、 科研机构 、 企业的合作 ， 打造联合体 （ 医联体 、

所校基地 、 科研机构等 ） ， 落实政府购买服务政策 ，

引进社会力量补齐场所短板 ，
为专业技术人员参与

职称评定畅通渠道
；
二是建立与验收标准相适应的

戒治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， 形成全国统一的涵盖戒治

全流程的评价指标和流转规范 ， 出 台操作指导方案

和戒治处方库 ；

三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后续照管

工作保障投人。

（
三

） 强化社会管控

在推动统
一

戒毒模式取得戒治效果的同时 ， 需

要从国家层面将戒毒模式融人社会治理体系及社会

管控系统 ， 强化各成员单位 、 部门 的合作联动 ， 发

挥公安 、 司法、 民政、 医疗、 教育等部门 的职能作

用 ， 引入社会团体、 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 ， 建立全

国统
一

的所内执行与社会管控衔接机制和
“

政府一

戒毒所
一

社会
”

的
一体化治理机制 ， 打造模式统

一

、

数据互通、 成果共享 、 责任共担的戒治联合体 ，
推

动统一戒毒模式深化内涵 、 扩大外延 ， 逐步实现戒

毒工作社会治理的大统一模式 。 Ｉ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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